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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稼兄走了，一位质朴正直而又热情四溢的人默默
地走了！

原本瘦弱的发稼，自两年多前摔了一跤就一病不
起。他刚摔伤住院之际，我女儿曾陪我去看望他。当时他
并发肺炎，咳嗽厉害，不能忍受通过鼻饲进食。面对他的
痛苦表情，我们也不禁心痛。隔了两三个月，春节将临，
我和徐德霞女士一起去他家里探视。那天他气色还好，
但依然不能下床行走。我们一再劝他安心养病，少操心
别的事。最后一次与发稼见面，是在今年1月长江少儿
出版社新春发布会上。没想到他竟坐着轮椅来参加会，
朋友们一个个高兴地与他合影，真诚祝愿他尽快康复，
精力充沛地回到文学队伍中来。然而病魔不饶人，受尽
折磨的发稼还是没能熬过这个冬天，平静而又不无痛苦
地离开这个世界了。从此，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亲切和
蔼的面庞，再也听不到他那愉悦爽朗的笑声了。这怎么
能不让他的亲人、朋友和同事悲不自胜、潸然泪下呢！

樊发稼是当代儿童文苑成绩卓著的一位诗人、作
家、评论家，也是我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一位好
友。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令人瞩目的。

发稼又搞创作又搞评论。他是一位视野开阔、学养
丰厚的作家，又是一位富有激情、诗人气质的评论家。搞
创作，有评论家的眼光和修养，善于观察、发现生活中的
美和诗情画意，更加懂得儿童文学的特征、功能，更加注
重以爱和美、纯真、善良、崇高的感情陶冶孩子的心灵。
搞评论，有诗人那种冰清玉润的赤子情怀，有创作实践
的经验，更加懂得创作的甘苦，善于发现他人创作的优
长和特色。我对发稼兼具创作、评论才能，一向怀有深深
的敬意和羡慕之情。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发稼涉足儿童文学评论以来，
已先后出版了《儿童文学的春天》《爱的文学——儿童文
学与诗》《回眸与思考》《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给孩子
一个美好的世界》等评论集十多种。2010年，我应约为
《樊发稼三十年儿童文学评论选》作序。我以“激情、胆
识、慧眼、率真”八个字概括他在儿童文学评论上的成就
和特色，这也可说是我对他的评论的基本估价。

发稼是个热情澎湃的诗人。文如其人，他的评论文
字也富有火样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他对少年儿童一
代的一片热忱和赤诚，来自于他对儿童文学的敬畏和痴
迷。发稼的评论有胆有识，既勇于支持创作中的新事物，
鼓励作家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也敢于发出自己
的声音，发表自己独特的、富有新意的见地，并坚持长处
说长，短处说短，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批评品格。慧眼识
英才，识新秀，发稼总是目光四射，怀着拳拳之心，用敏锐

的、审美的眼光从文海书林中探宝求珠，选精拔萃，及时
推介力作佳构。他作为一个“以发现、支持和促进文学新
人为己任的评论工作者”，更是热情满怀、不遗余力地培
植新苗，浇灌新花，心甘情愿做培育新人的泥土。当发稼
离开我们的时候，越发深切地感到：当今儿童文苑多么
需要更多像他那样激情似火、胆识过人的评论家啊！

发稼与文学结缘是从诗歌创作起步的。1955年，他
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在《少年文艺》发表了诗歌《我们
是一群年轻的初中毕业生》。这是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在这之后，他坚持业余文学写作，先后出版了《伐夏爷爷
的故事》（长篇叙事诗）、《花花旅行记》（长篇童话诗）。迄
今为止，已出版儿童诗集二三十本。幼儿诗集《小娃娃的
歌》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1980-1985）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看自己睡觉》《问银河》《我真希望》《露珠》《小蘑
菇》《爱什么颜色》《会飞的小星星》等入选小学语文教
材。你听《小蘑菇》：“小蘑菇/你真傻！/太阳，/没晒，/大
雨，/没下，/你老撑着小伞，/干啥？”这首幼儿诗多么形
象、有趣又浅近平实啊！发稼的诗既来自于童年生活对他
的馈赠，也来自于对新的现实的真切感受。他善于把时代
的光辉、色彩与天真的童情童趣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
他讲究韵律、节奏，主张大体押韵，注重艺术形式。诗人圣
野称赞他：“读樊发稼的诗，总有一种亲切感，他的诗来自
单纯，回到单纯。”诗人金波赞扬他的诗“明敏、自然、优
美”。正像樊发稼自己说的：“我尤其比较注意寓教于
趣……就是闪烁着童心之光的健康的儿童情趣。”发稼称
得上是当代儿童诗苑一位出色的诗人，在我看来，他在童
诗上的建树和成就并不亚于他的评论，或者说还更胜一
筹，只是由于他评论的影响、辐射力盖过了他的童诗，而
后来他又没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童诗创作上，加上对他
的童诗思想艺术特色至今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评论。

发稼还是一个儿童文学创作多面手。他除了对诗歌
情有独钟外，在散文、散文诗、寓言、随笔、微型小说等方
面，也都有喜人的、可圈可点的成果。他读书、写作特别
勤奋，不知疲倦，真正不折不扣地践行着自己的座右铭：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努力奋斗。”
在新时期，发稼还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组织者、

活动家。他的本职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教授。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他
一直兼任着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副主
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寓言学会会长、名
誉会长。他可不是一个光挂虚名的甩手掌柜，而是一个
认真的、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联系作家、特别是青年作
者和出版界朋友之广，能与他相比的真为数不多。以中

国作协儿委会的工作为例，从1985年到2007年的20
多年间，他先后担任委员、副主任，从作品研讨到文学评
奖，从编年度作品选、儿童文学年鉴到发展会员，举办青
年作者讲习班，从策划远景规划到总结年度工作，事无
巨细，他都事必躬亲、尽心尽力。有一届儿童文学评奖，
发稼担任评委会副主任，他有一本作品初评时入围。我
两次征求他的意见：“你是愿意让自己的作品继续参评
还是放弃参评仍然当评委？”他考虑到我当时身体欠佳，
不忍心让我一个人抱病挑起主持终评的重担，毫不犹豫
地回答我要放弃作品参加终评，从而与我一起同心协力
地圆满完成评选任务。由此可以清晰看出他那舍小我为
大我、事事为他人着想的精神境界。一个编制不在作协、
兼职的委员会委员，肯于这么花力量、下工夫，可说是罕
见的。没有使命感、责任心，怎么能做到呢！我和他共事
多年，成了亲密合作的好搭档。

我记得小说家张炜曾在一次会上说：“一个作家要
有两颗心，一颗童心，一颗诗心。”他还说过：“一个好的写
作者，首先是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一个好的诗人。”
我以为，樊发稼正是这样一位兼具童心诗心的好作家。

中国何时有儿童文学，何时可以判为儿童文学发生期一
直颇具争议，有学者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有学者
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始自晚清的儿童文学译介传播活动。
晚清以降的报刊虽也刊载儿童文学改译作品，但多由文言写
成，与儿童的阅读需求与接受心理存在巨大错位。以儿童为
名的《小孩月报》（宣传宗教为主）、《蒙学报》（语言半文半
白）、《童子世界》（宣传政论）等报刊，并不基于儿童阅读，比
其他报刊上的译介作品，更注重批判性与功能性。五四前
后，儿童文学译介、研究、创作活动增多，形成了儿童文学的
传播活动场。在创作层面，包括《新青年》在内的刊物都曾刊
发儿童文学创作，但这些数量零星、结构简单、书写稚嫩的作
品是否就意味着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发生？

《儿童世界》与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群的形成
《儿童世界》于1922年1月创刊，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

言》中表示：“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
趣，而这种教育，仍旧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我们出版这
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

不同于《新青年》杂志对儿童文学的理论倡导，用童话图
解五四“民主与科学”话语的主题性明确；《小说月报》开设儿
童文学专栏后，童年书写与儿童文学作品的混杂；《儿童世
界》是唯一承继了五四“儿童本位”指导观念的儿童期刊。杂
志发表了大量风格多样、题材与体裁多元的儿童文学作品，
创作者涵盖了作家、教师与儿童自己，在创作者的丰富性及
体裁多元性上（儿歌、儿童诗、儿童小说、童话、民间故事、寓
言、图画故事、微童话等），是同时期期刊难以匹敌的。

创刊初期，在主编郑振铎的呼吁之下，文学研究会成员
纷纷向该刊投稿，形成了包括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赵景
深、耿济之、周建人、王统照、严既澄等在内的现代第一批儿
童文学作家创作群，大量具有艺术性、思想性、儿童性的原创
儿童文学的发表，宣告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发生与成
型。叶圣陶、陈伯吹、贺宜的儿童文学处女作均发表在此刊，
深刻影响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进程。商务印书馆审
时度势，把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作品再次结集，先后出版

《小学生文库》《儿童世界丛刊》等丛书。周作人的《儿童的
书》、鲁迅的《二十四孝图》、赵景深的《研究童话的途径》等文
章都涉及了《儿童世界》杂志。杂志热销20年，受到了海内
外儿童读者的拥趸及反馈，体现出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社会
化影响。

《儿童世界》与叶圣陶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从1921年11月15日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到1922年6月

7日的《稻草人》为止，叶圣陶共创作23篇文学童话，其中21
篇发表于《儿童世界》。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丛书之一，1923年
童话集《稻草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开启了现代儿童文学真
正的创作时代。

叶圣陶童话以洗练的白话语言、贴近儿童心灵的形象、
丰富的细节与心理，成就了童话本真的儿童品格。文本中，中国化的童话形
象、意象，民族的风物是贴近生活、易于理解的。有别于民间故事的叙事法则，
叶圣陶更多地选择心理叙事、限制叙事等现代叙事手法。以童话与儿童小说
为首的叶圣陶儿童文学，代表了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发生及现代性转型。

发生期叶圣陶儿童文学遵循儿童本位理念，适切于儿童听赏、认知、理解
与想象，所塑造的儿童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有着不同性格与丰富心理的全
新儿童，作者注重用儿童的声音、动作与细节来呈现儿童丰富的情绪与情感，
这些儿童形象动态多元，自然真切。此期叶圣陶更多地塑造了觉醒的儿童，与
五四启蒙思潮推动下的人的发现与个人意识觉醒有着突出的关联。因此，叶
圣陶儿童文学多元的审美风貌，丰富的精神内蕴，标示出发生期中国现代儿童
文学创作的高度与品质。

《儿童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流与潜流
《儿童世界》刊发的成人作家作品代表了现代主流儿童文学的风貌、品相，

一直被学界忽略的现代儿童文学还存在着一股创作潜流，就是儿童自己创作
的文学作品。郑振铎号召儿童自己创作作品，重视创作主体的新颖性。从2
卷1期开始，杂志便刊发儿童的文艺作品。仅郑振铎主持的 1922 年 1-4 卷
及 1923 年 5 卷 1 期中，就刊登了儿童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200余篇。《儿童世
界》上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语言灵动、情感真挚、叙述妥帖，彰显了儿童主体
性存在。

杂志刊登的第一篇儿童创作是9岁儿童陈定闆的诗《雪》，“雪呀！雪呀/你
洁白的可爱/真正可爱/妹妹说你是米粉/弟弟说你是白糖/我对他们说到/米粉
是像米粉/但是不能充饥/白糖是像白糖/但是它没有甜味。”另如3卷12期《我
亲爱的小弟弟》（作者：王钟悫）：“老雄鸡呀/你不要啼/老黄犬啊/你不要吠/因为
我的小弟弟/睡得正甜蜜哩。”第一次参加征文的儿童何达三的作品：“亲爱的
妈妈/你帮我做新衣/给我些糕饼/那么我欢喜/妈妈说/三儿呀/你要有志气/到学
堂里去/用心读书/妈妈都依你”等都是饱含童心、书写真诚、艺术尚佳的文学创
作。《儿童世界》为儿童进行创作，呼吁儿童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等理念，很好地
阐释了五四对儿童精神的发现与重视。杂志刊载的儿童创作，反映了当时儿
童真实的内心与情感世界，呈现了本真的儿童眼光和真切的儿童生活，作为发
生期儿童文学的潜流，它与主流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一齐进入了历史舞台。

以叶圣陶、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诸成员构成了现代儿童文学创作
的主力军，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儿童自己的文艺作品，则是现代儿童文学创
作的潜流。主流与潜流共同形成了现代儿童文学发生的重要基础，标志着摆
脱了形式上的译述、模仿、套改与内容上的成人化、模式化，具备儿童性与艺术
性、考虑到儿童阅读心理和接受水平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真正发生。

沉淀时光 守护童心
《永远玩具店》作品研讨会举办

11月18日，由北京作家协会联合新
蕾出版社主办的“沉淀时光 守护童
心——《永远玩具店》作品研讨会”成功
举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委
员会主任高洪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
泉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儿
童文学》杂志原主编徐德霞，儿童文学作
家、评论家、出版人马光复，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陈晖，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评
论家郭艳，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文
学院专业作家周晓枫，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张国龙，儿童文学评论家、《中华读书

报》编委、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香，中国作协创研部综合二处处长、中
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纳杨，天津
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纪秀荣，新蕾出
版社副总编辑焦娅楠以及多家媒体记者
参加了本次活动。

《永远玩具店》讲述了发生在一间神
奇玩具店里的感人故事，用金鱼灯笼、泥哨

子、八音盒、草编昆虫等传统玩具打捞童年
记忆，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感受爱的深刻内
涵。本书已入选北京作家协会文学精品项
目、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2020年9月

“中国好书”榜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0年9月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版权已输
出阿拉伯语、意大利语、法语三个语种。

高洪波认为，《永远玩具店》以童年

精神为指向，以儿童玩具为载体，以色彩
缤纷的艺术描述为经纬，在寻找与追忆
的主题中展现才华，为当代儿童读者奉
献了一本有分量、耐品读、高品质的童
书。与会专家从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
节描写和想象方式等不同角度出发，充
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

研讨会上，作者葛竞分享了本书的
创作初衷。她将自己的童年回忆与经历
融入作品之中，希望这本书可以陪伴孩
子们成长，成为最值得珍藏的宝贵回忆。

（教鹤然）

11月28日，首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在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
大会堂揭晓，《大猩猩萨利·琼斯历险记》《驿路传奇》等50部作品获得推
荐。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由浙江师范大学、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中共温州市瓯海区区委宣传部
共同承办。获推作品出版社代表、推委会成员，以及儿童文学研究专家、
高校学者共百余人出席了本次发布活动。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翔宇介绍了首届新书榜的
推荐情况。他表示，榜单的推荐对象为2019年度在国内公开出版的儿
童文学和图画书作品，作品由出版社报送。经推委会反复斟酌、比对、讨
论，形成了本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最终推荐名单，包括“特别推荐作
品”10种，“推荐作品”20种和“提名作品”20种。

入围的50部作品各具特色，体现出作者的精巧构思与无限创意，凸
显出作品的多元性和创新性，反映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新
书榜的发布不仅为当代儿童文学品质的提升提供了衡量和参考的标准，
同时也为家长及儿童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和指
南，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教鹤然）

首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近日发布

广 告
文史杂咏 龙溪口的琴音…………… 蒲海燕

就日馆的灯光…………… 路 军
不共楚王言……………… 朱夏楠
阿拉善，遇见仓央嘉措 … 张祚臣

记忆与叙事 陇上行………………… 鄞 珊
我在清晨写下关于她的叙事

…………………… 晚 乌
老厂记………………… 李燕燕

“幸福”的老房子……… 李 辉
美文天地 黄河鹊华秋色赋………… 墨未浓

莲塘之光………………… 黎 斌
闲游周庄………………… 潘 文
村中遇雨………………… 周凌云
大地之歌………………… 那 女

烛窗心影 流水一样逍遥…………… 许松涛
悬鹁鸪岛上的建塔人…… 陈 瑶
暖泉里的青草…………… 魏丽饶
夜，从一颗露珠启程 …… 高卫国
废墟上打开的张屋……… 烟 驿

人生风景线 小镇裁缝……………… 杜 华
李树下的故事 …… 阿炉·芦根
时间是我的药 ………… 王 潇
银幕微凉 ………………………………… 金占锐

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山东罗庄）
老井，我一生的牵挂 ……………………… 杨振步
姥姥的别样取暖 …………………………… 坤 子
春天来了 …………………………………… 姜振华
六棵桂花树的自述 ………………………… 张清福
执子之手共白头 …………………………… 许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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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三棱镜·阿城
大风起兮云飞扬 ……………………………………… 阿 城
且来读阿城 …………………………………………… 孙 郁
阿城小说美术性研究——以“三王”为例 …………… 冯译萱
作家广角 僭越与豁免：文学对于现实的伦理溢出 … 张清华
新作快评
新时代版本的“废都”书写——关于《暂坐》及相关问题 … 贺仲明
人生就是一个“暂坐”的过程——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

…………………………………………………… 王春林
大家读大家 个人阅读史（下） ……………………… 李庆西

新诗：一种快乐的西西弗文体（下）…… 敬文东
青年批评家论坛
作家批评与文学传统、空间性

——评张炜《文学的八个关键词》 ……………… 梅 兰
《岁月风尘》的性别化历史书写 ……………………… 艾 翔
作家作品论

“仿佛万物皆非，唯有人是”
——谈王安忆《考工记》的叙事与人生经济学 … 张 生

阎连科小说中的农村文化无意识与城镇化叙述 …… 牛学智
另一种乡土日常叙事的传统

——以刘仁前《香河纪事》为例 ………………… 刘志权
诗礼风尚与智趣品质

——黄蓓佳、曹文轩、金曾豪少年小说的文化共性…郑利萍
从《四象》叙事层面看梁鸿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之间的张力

…………………………………………………… 丁茜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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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记录 2020滞留美国实录（二）（非虚构）……………………… 唐一惟
中国故事 老鱼的日子（中篇小说） ………………………………… 邵一飞

在孤独的旅程中（短篇小说） …………………………… 张 屯
陈渔的爱情（短篇小说） ………………………………… 娜 彧

网生代@ 大学生作品联展
野草日记（短篇小说）… 路 凯（南方科技大学） 推荐人：刘 洋
黄河（短篇小说）………… 路福行（西北大学） 推荐人：王闷闷

世界文学 许俐雅的诗（诗）…………………… 许俐雅（德国） 译：李双志
探索发现 逃离乌尔罗：读米沃什札记（专栏·风雨学人） ………… 杨无锐

地图上的水师提督（随笔） ……………………………… 詹谷丰
仙来抚仙湖（散文） ……………………………………… 陈应松

大家手稿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评论） ……………………… 丁 帆
天下好诗 她们的诗：林 莉 蓝 蓝 黍不语 舒丹丹 李 点

李之平 桑 眉
诗与评 ……………………………… 诗：盘 予 评论：张丽凤

粤派批评 广东实力派作家研究
让石头变轻，让时间显形——浅谈蔡东的写作（评论） … 申霞艳
蔡东：好的作品能生发诗意（访谈） … 蔡 东 张 琦 黄子祺
逆向抵抗与日常超越（评论） …………………………… 刘 宇
生命的自我疗愈之路（评论）……………………………… 陈晓亭
谈谈短篇小说（创作谈） ………………………………… 蔡 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创刊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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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原理 …………… 肖江虹

我们的娜塔莎 ……… 蒋 韵

还枪记 ……………… 张 弛

大事 ………………… 韩永明

杨士承的戏 ………… 王哲珠

三姐妹 ……………… 陈 武


